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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烟台长裕玻璃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磊、崔蕾、郑海峰、范智勇、孙晓明、高金涛、李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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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依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山东省地方标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通则》和《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的要求，充分借鉴和吸收事故预防原理和

玻璃包装容器制造行业隐患排查治理的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山东省玻璃包装容器行业安全生产特点编制

而成。 

本标准用于规范和指导山东省玻璃包装容器制造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保证各类安全措施有效全面的实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保障作业人员的

安全，促进企业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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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包装容器制造行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实施指

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玻璃包装容器制造行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工作方法、实施步骤，

确定同类型企业常用的隐患排查项目清单、明确组织实施、隐患治理和验收的具体要求，及相关配套制

度、记录文件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玻璃包装容器制造行业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7/T 2883-2016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DB37/T 3011-2017 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 

DB37/T 3293-2018 玻璃包装容器制造行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实施指南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2882—2016、DB37/T 2974-2017及DB37/T 3293-201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健全机构 

成立由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各级组织负责人以及防火防爆、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电气、

原熔、设备、危险作业等各类专业小组组成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机构，形成各级组织负责、各专业

技术支持、全员参与隐患排查和治理的工作机制。 

4.1.1　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该项工作的开展过程及有效性全

面负责，其主要责任为： 

——确保获得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所需要的资源。如人力资源、监测工

具或仪器、信息系统、技术与财务资源等； 

——确定各系统、各部门、各岗位职责，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 

——成立体系建设推动领导委员会和各专业工作组，组织制定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定期部署对体系

建设工作情况进行调度、督导和考核； 

——审批上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隐患治理方案； 

——组织全员参与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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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总监）协助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组织、督导、协调和考核隐患排查

和治理工作开展的全过程。 

4.1.3　企业安全管理部门是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为： 

——负责制定企业年度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计划； 

——负责策划、组织、监督企业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的实施； 

——负责跟踪、落实企业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及效果验证； 

——负责企业事故隐患及治理工作的统计分析； 

——负责企业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的绩效考核。 

4.1.4　各级组织主要负责人是本组织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该项工作在本组织开

展的全过程负责，其主要职责为： 

——负责本组织及职能范围内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 

——负责本组织及职能范围内的一般事故隐患及在本组织能力下能够治理的重大事故隐患的分析、

整改及验证； 

——及时向上级组织汇报本组织及职能范围内存在的无能力进行治理的重大事故隐患。 

4.1.5　各专业组是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为： 

——为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提供专业性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支持； 

——依据公司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计划，策划、组织、监督本专业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的实施； 

——负责跟踪、落实本专业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及效果验证。 

4.1.6　岗位人员应依据各自岗位责任制，积极参与并履行以下职责： 

——掌握本岗位危险源的隐患排查标准并落实本岗位的日常排查； 

——发现隐患应立即上报并协助整改； 

——不能立即整改的一般事故隐患必须制定并落实临时应急措施后方可作业； 

——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应立即停止作业，撤出重大事故隐患区域并做好隔离及应急措施，待隐患

整改完成后方可作业。 

4.2　完善制度 

企业应结合组织机构、工艺、管理等特点，明确隐患排查的层级、主体、范围、周期及实施流程，

确定隐患整改、验收工作流程，做到责任、措施、时限、投入全面落实，时限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

并通过隐患排查完善企业安全标准制定，提升企业预防事故发生的能力。 

隐患排查应形成文件化记录，追踪隐患排查的治理过程及效果验证。 

4.3　组织培训 

企业应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培训纳入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分层次、分阶段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培

训，使其掌握隐患排查治理的内容与标准、工作程序、方法及应急措施等，并保留培训记录。 

4.4　责任落实 

隐患排查治理目标责任应与公司安全标准化绩效考核相结合，纳入公司安全绩效考核内容。通过隐

患排查的落实、措施的有效性、治理的效率等考核项目，与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相结合，层层落实隐患排

查治理责任，保障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 

5　隐患分级与分类 

5.1　隐患分级 


